
最新论语高中读后感(实用8篇)
征文可以加深我们对某个主题的认识和了解。在写征文之前，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必要的调研和查阅，积累素材和资料。在
征文范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精彩的创作思路和独特的文学才
华。

论语高中读后感篇一

这个暑假，我参加了三味书屋举办的经典诵读“《论
语》10+10”夏令营。

我又见到远道而来亲切的“大萝卜”—子舒老师。

子舒老师告诉我们，《论语》是记录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及
其弟子的言行，反映了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在我心目中，
孔子距离我们很遥远。子舒老师像讲故事一样跟我们讲述其
中的道理。一下拉近了古代和现代的距离。其中有许多句子
耐人寻味，让我受益匪浅。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悦，不亦君子乎？ 意思是：学到了知识或本领以
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复习，不也是令人愉悦的吗？这里既有学
习方法，也有学习态度。是啊，在学习中，有时候学过了的
字在应用时我却不知道怎么写，就是因为学过之后没有复习，
没有牢记。我们应该经常复习，掌握好它的形态、字的意义，
让这些字牢牢地记脑袋里，就不会忘记了。我们读书要经常
读，多读书才会学到新的知识，学过的东西一定要复
习，“温故而知新”，只有这样才能把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
的东西。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意思上；几个人在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当



我的老师。应当选择他们的优点去学习，对他们的缺点，要
注意改正。取长补短。这里说的是只要虚心求教，处处留心，
处处都有老师。

《论语》中还提到：做了好事不一定要别人知道和理解。不
管别人理不理解，知不知道，都应该多做好事。还要广泛地
去爱众人，亲近有道德的人。虽然，孔子距离我们很遥远，
但是，孔子思想却代代相传。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要好好
学习，努力做一个正直，谦逊，与人为善的人，即使不能成
为参天大树，也要做好一颗螺丝钉。

论语高中读后感篇二

经常看《百家讲坛》的朋友们一定知道于丹吧！她解读的
《论语》，我十分喜欢看。我也买了两个版本的《论语》，
准备回家一睹为快。

《于丹说论语》里不仅仅有孔子的话，还有与每一句话相对
应的故事。每一篇故事都发人深思，让我深受启发。孔老先
生每一句话都包涵着意味深长的哲理，虽然有些道理我还不
明白，但是，只要把它记住了，以后会理解的。

其实一年级的时候，我就从爸爸那里知道了“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爸爸告诉我这是古文，古时候的人
写文章都是这样的。我当时很羡慕古人。他们写的话简单明
了，还蕴涵着深奥的道理。

二年级的时候，我从妈妈那里知道了孔子的两句话：“三人
行，必有吾师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这两句话一直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地学习。

读《论语》，我认识了大圣人孔子，进一步了解了他。他的
一生都在追求一个字：仁。我还知道孔子门下的弟子有：颜



回，子路，子张，子夏，子贱。读《论语》，我了解了“半
部论语治天下”的缘由。读《论语》，不仅让我增长了知识，
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让我懂得了许多做人做
事的道理。

因为于丹，我喜爱上了《论语》，我真应该好好感谢她呢！
对了，不久前，于丹被评为中国第三大美女，超过了“万人
迷”李宇春。我觉得这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种文化美，有一种
才情美。长大了我也要做一个像于丹那样内外兼修的人，这
才是当今社会最美丽最可爱的人！

论语高中读后感篇三

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儒家的创始人之一，他所
坚持的儒家不仅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广为流传，孔子的言行更
是被其弟子们编成一部书，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流传至今。

然而，起初我却对孔子有着极大的成见，认为他是一个腐朽
的老头子，只因为孔子曾经说过：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我
对这一句话感到愤愤不平，认为孔子歧视女性，还时常想着
孔子的母亲不也是女人么，当读到孔子的文章时，便和同学
用恶毒的话来数落孔子，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是自己误会了
孔子，孔子所说的：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并没有歧视女性的
意思。而古时候的语言文字和现在的语言文字是有很大的区
别的。我真应该要学好文言文，以免再出现同样的笑话来，
我也明白了不能够只因为个人的片面观点去评价一个人的好
坏，而是要根据长久的观察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优劣。

论语高中读后感篇四

读书，倘若读得浑然忘我，茶饭不思，便是“痴”了，读
《论语》便该有这种境界吧。



孔子提倡待人要坦诚，开诚布公，最恶巧言令色、貌恭神怨
之人。“巧言、令色，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反其
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所谓“忠”即指忠于人、忠
于事、忠于理。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性相近也，习相
远也”可见一般。

忠于事，即实事求是，忠于事实的真相，绝不添枝加叶，也
不缺斤少两，正所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吾
少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则是忠于理。孔
子说话，处处可见真理，以理为本，随意而行。

“忠”是人之根本，亦是“仁”的前提，更是处事必不可少
的。而“恕”则是人格的精华，道德修养的`提高。孔子有言：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将心比心，推
己及人，这便是“恕”之所始。

如此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见解，却只是《论语》的表层含意，
而我实在无法将遍地奇珍异果完全采集，只能在这华美的庭
院穿梭，流连忘返，深为我们的先人深刻的生命与智慧而感
到叹服。

论语高中读后感篇五

我认为孔子这句话说得十分有道理，别人来请教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要谦虚，要耐心的教给别人，不能厌烦，这一点，我
觉得我做的不是很好，因为有时候朋友来问我问题时，我因
为自己的一些私人的事情，会拒绝他们，我以后一定要改正。
我们学习是永远不会学完的，所以我们不要对学习轻易满足，
我觉着这一点，我做到了。我看到有的同学比我学习好，我
会把他看做我的榜样，去追赶他。追上后，我还是不会满足，
我会再去追赶更好的同学。

另一句话是：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意思是：孔



子说，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人;通过学习才知道的人，是
次一等的人;遇到困难才学习的人，是又次一等的人;遇到困
难也不学习的人，是最下等的人。

背过这句话以后，我想：我是第几等人呢?我不是生来就知道
的人，也不是遇到困难才学习的人，更不是遇到困难也不学
习的人呀!那我应该就是通过学习才知道的人啦。这正像《论
语》八则中孔子说的那样“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
之者也。”我想，我就是这样的人吧!

《论语》八则，不仅让我吸收了许多的知识，也让我懂的了
许多的道理，对我有很大的用处，在以后的日子中，我会努
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少年。

论语高中读后感篇六

简洁而经典的语句是中国古诗文的特点，正因如此，中国古
诗文以其独特的魅力倍受瞩目。我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的
瑰宝中，《论语》便是其中精品之一。论’理论，理论人生，
理论人生沧桑百态，理论孔子儒家思想，《论语》是儒家学
派的著作之一，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教学和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被学生片片断断记录下来。这些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
录由他的学生汇集编纂，后来就成了《论语》。我们会觉得，
《论语》好像没有很严密的逻辑性，很多是就事论事，里面
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文字，几乎每一则语录都很简短。。其
中不少言论颇具哲理，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我读《论语》这部书，当然不是想从中觅得修身、齐家的孔
门秘传。我只是在这部书中认识了一个迂阔率性、的孔子，
一个多才多艺、诲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不厌精、懂得生活
乐趣的孔子。打开《论语》去读，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
道，看到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产生了孔子一个
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



处的时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
是有必要一读的。

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讲学习方法及态度的；二是讲思想
修养方面的。这十则教给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态度我如何处
世待人以及。

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有较大的影响。
他认为一个教师，必须掌握学生在学习上常犯的四种心理表
现，即广泛而不精、知识面过窄、把学习看得太容易和有畏
难情绪。只有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才能给予帮助、补救。
就是说，学生心理的差异性，决定了因材施教的必然性。

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互相
启发，以收到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一部《论语》，实际上
就是记载他们师生间互相问对、讨论的情况。如子路、颜回
和子夏就是这样做的。性率直而鲁莽的子路，出于对孔子的
爱护，常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也很关心、爱护
子路，对他的批评也能接受，当有的学生对子路不太尊重时，
孔子对他们说:子路的学问是不错的，只是还不够精深罢了。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但由于颜回从未对孔子提出过疑
问和批评，孔子曾不满意地说过:颜回不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人，
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有一次，子夏引《诗经?卫风》上
的诗句，向孔子请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何谓也?”(《论语?八佾》意思是，《诗经》上说:有酒涡
的脸笑得真美呀，黑白分明的眼睛流转得真叫人喜爱呀，洁
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
说: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子夏接着进一步阐明说:那么，
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之后呢?孔子高兴地说:卜商呀，你
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进一步讨论《诗》了。孔
子敢于承认比他小44岁的子夏在学问上对自己有启发，说明
孔子能向被教育者学习的勇气，其精神可敬佩!

治学方面，孔夫子曾经说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



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诸如此类的话，
并且还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一直活到了七十二
岁，五十七年的经历使他仁德兼备，学问渊博，成为冠绝一
时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可谓是震古烁今（不敢说后无来
者，也起码是前无古人了）。以如此身份，当他的高足问他
时，他的回答竟然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多么令人不可思
议！

作为一个完全有足够的资本炫耀自己的大学问家，孔子还有
必要孜孜不倦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探索中去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为了学习，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这足以见孔子的勤奋，可如
果仅仅是勤奋，恐怕孔子就不会如此得到世人的尊敬了。他
的好学表现在方方面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谦虚；我
不如老农，我不如老圃，这是实事求是；学而时习之，不亦
乐乎，这是一种乐观。他的学习精神，不仅仅限我们常人的
思维：这个是学问，那个不合适。孔子会以最博大的胸怀，
去接纳包容世间万物，这就是我们所不及的。

两千年前的孔子，因着他的众多的知能，他成为中国文明史
中最重要的教育家，他的许多谋生技能的知能细节固然没有
保存下来，但是他的人生智能的谈话却成了绵延两千年的中
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智能宝典，当我们阅读吟咏他的话语
之时，每一句话都发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智能中找到自己
生命的目标。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
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
当老师的人；这两句话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
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义至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
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甚多，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
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良师益友。就说我们班上的吧。



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体里，就有篮球上的猛将、绘画巧匠、
书法好手、象棋大师。有的是上晓天文，有的是下通地理；
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的能歌善舞??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
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
分。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
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
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
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
点滴之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
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民百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
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这就是孔子的学习！这就是圣人的学习！

[《论语》读后感高中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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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高中读后感篇七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相信很多人都熟悉这几句话，但是



你们知道它出自哪里吗？它就是中国古代巨著《论语》里的
第一篇。这个寒假，我拜读了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在几
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中，它一直被人们推崇为经典，这是为什
么呢？原来这本书，是后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一部著
作。孔子的治国观点以及他评价古代圣贤的言论，是中国古
代最基本、最简单、却又最不可缺少的道德修养准则。在古
代这本书被视为儿童的启蒙读物。

比如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
为好学也已矣。“子夏的这句话意思是：”每天学习不知道
的知识，每月都不忘自己学过的知识，这样就算是好学之人
了。“这里我还看到了一个叫孙敬的好学之人，他经常把自
己关在屋子中，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读书。他刻苦到夜里
读书困了，怕自己打瞌睡，就把绳子栓在头发上，把另一头
固定在房梁上，这样他就不会看着看着睡着了。他就是凭借
这样的刻苦学习精神，使自己成为了一代鸿儒。如果我们现
在学习都能有他的这股头悬梁的劲头，还有什么学不成的呢？
我想到自己看书时，看一会儿就想去玩，真是惭愧！对，我
也要成为好学之人。只要下定决心，我能做到的。

再比如其中的这样一句话：”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
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
虽然会背《诗经》三百篇，但是把国家政治交给他，却不能
治理；让他出使诸国，不能独立办事，虽背得多，但不会运
用，又有何用呢？“读到这里我脑中立刻浮现了一个故
事——《纸上谈兵》。故事的主人公赵括把兵法背的滚瓜烂
熟，谈起打仗，他父亲是赵国有名的大将都说不过他。可赵
王让他去带兵打仗，他却不会根据实际灵活变通，结果误国
误民，惨死在战场上。这又让我明白了：我们既要成为好学
之人多读书，同时也要学会灵活运用，做个会学之人，活学
活用，知识才能转变成智慧。

书中还有许许多多深刻的道理，我仔细咀嚼，久久回味，像
是亲自聆听了孔子的教导，也希望同学们有空来读一读这本



书，体味经典，对话圣贤，它会让你终身受益，带你走向不
远处的'辉煌！

论语高中读后感篇八

朋友的作用大致粗分至此，因为牵扯到朋友的'种类，很多话
不及细说，下文再谈。

《论语》有关结交朋友之标准的论述很有意思，其中既有对
朋友的要求，又有对自己的要求。不同的地方，看上去还有
矛盾之处。

首先，孔子认为，交友必须交优秀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子
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
者。过则勿惮改。”(学而)只有这样才能见贤思齐，有道而
正。,这一点颇合上述交友的目的。


